
五 方程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在具体情境中能用字母表示数。结合简单的实际情境，了解等量关系，并

能用字母表示。

2. 认识等式和方程，理解等式的性质和方程的解法。初步学会根据字母的

取值求含有字母的式子的值，比较熟练地解答含有一个或两个未知数的方程。

3. 研究简单的情境关系和数形联系，明确含字母的式子、等量及等量关系的意

义。建构含字母的式子、等式和方程的数学模型，探究等式的特性和方程的特点。

4. 感受用字母表示数和构建方程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强化应用意识，培养

分析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

5. 学会按事件发生的基本顺序进行数量关系提取和思维模型的加工，将生

活事理关系与数学逻辑思维有机地结合。

6. 用方程的基本思想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7. 体会方程在数学史和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进一步增强热爱数学的热情。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包括用字母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等式及其性质、方程及其

解法、用方程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设计了用“字母表示数”“等式”“认识方程”

“解方程”“问题解决”和“整理与复习”6个小节。

从学生学习过程来看，在小学阶段整数、小数、分数的认识、四则运算（分数

乘除法除外），已经全部学完，学生的数与代数的知识和经验已经积累到相当的

程度，需要对更高一级的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进行学习。

作为数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方程，对小学生来讲是相对陌生的。因为方程

的数学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算术解法是不同的，它把学生习惯的由条

件到问题建立数量关系解决问题的思路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按事物发生发展的

自然顺序构建数量关系，其核心思想是等量关系的建构。

本教科书基于以上认识，按照《标准》的基本理念，同时考虑到二、三学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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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衔接的需要，我们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设计。

1. 突破方程的传统设计

方程在小学阶段的学习，由于小学生的认识范围有限，传统的教科书都采用

四则运算的基本关系和几种常见问题解决的数量关系作为解题方法的基础和列

方程解决问题的基础。这种处理方法，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和运用。但是这样

编写不利于小学和初中的衔接。因为这样编写方程内容从解答依据到列方程的

思路均与中学的教科书内容不一致，学生到初中还要重新学习解方程和列方程

的知识和技能。本教科书采用《标准》的理念，突破传统方式，既遵循四则计算的

意义列、解方程，适应小学生的认知基础，又学习等式及等式的性质，再学习方程

与方程的解法，为第三学段的方程学习打好基础。

2. 突出方程的生活背景

方程思想在现实中是普遍的，但却难以直接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因为人

们习惯于运用已知条件构建数学模型。而方程思想不是从局部入手思考问题

的，而是从宏观角度把整个事件的存在因素综合考虑的，找出各因素之间存在的

等量关系，构建数学模型。

本单元主题图采用现实生活素材，让学生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找出其中

的数量关系，把数学学习与生活联系起来，感受方程的意义。

3. 突出方程的核心思想

方程的核心思想就是构建等量关系的数学模型。方程是数学模型思想在小

学数学的主要内容表现：

（1）找出已知数间的数量关系、建立等式。如第77页例1，大巴车的人数、中

巴车的人数与总数的关系是一个学生熟悉的而且又很好理解的等量关系模型。

（2）寻求未知数和已知数间的数量关系，建立方程。如第 81页例 1，叔叔挑

着的东西，无论每个物体有多重，其基本事实是：担子两边物体的质量相等。

（3）分析简单问题中的数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解决问题。第86~88页，

4个例题均是从具体的现实问题中，分析问题的数量关系，通过方程方法解决问

题。

4. 突现方程的应用地位

本教科书通过生活实例引入方程和运用方程，让学生从情境到数学模型上

更加体会到数学的应用价值。特别是乘车、唐卡艺术、青藏铁路、商品买卖、植树

育林、退耕还草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层面、多角度、多行业的实例呈现，显示出方

程运用的巨大空间，让学生明白方程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入理解

方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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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教学建议

由于本单元涉及的数学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对小学生来讲是相对陌

生的，因此教学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重视生活背景的呈现

本单元学生主要是通过生活事件构建等量关系，因此课堂上教学素材的呈

现十分重要。比如：学习用字母表示数时，通过发现儿歌中青蛙只数与腿的数量

关系、两个小孩年龄中存在的数量关系，唤起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的理解。在他

们熟悉的情境中，他们深切地感到，生活中有时需要用符号——字母来表示数。

2. 加强学习过程的指导

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既有方法和技能的习得，还有学习情感的体验和学习习

惯的养成。比如：等式性质的探讨，应由学生亲自动手探究。由于天平实验要求

精度高，教师先要在课前组织学生熟悉天平的构造，没有天平的学校要准备好替

代品。注意学生的操作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

3. 强调数学模型的构建

教师要非常重视每一个学生对所学习的数学模型知识的认识，在学生讨论

交流的叙述形成以后，教师要视其情况给予归纳和小结，强调其关键意思和关键

文字。在学习“用字母表示数”时，要让学生时时叙述使用该字母的缘由和表示

的意义，同时让学生清楚含字母的式子不仅表示几个数之间的运算关系，也表示

几个数的运算结果。学习“等式”和等式性质，要让学生交流等式构建的原理。

在“认识方程”“解方程”的学习时，教师突出解方程过程的每一步方程与上一步

方程是等价的。在学习“问题解决”小节，教科书呈现了用方程解决问题的基本

要素：分析数量关系——设未知数——找等量关系——列出方程——解方程。

教师要注意找等量和列方程等关键环节的教学。

4. 尊重学生探究的差异和创造

方程的学习与其他知识的学习一样，一定会遇到两极分化或发展不平衡的

现象。特别是在探究等式的性质时，教师要非常细心地观察各组学生的表现和

他们获得的结论，只要他们基本获得需要的数学思想和结论，就应该给予充分的

肯定。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学生一定会提出不同的方案，包括错误的方案。教

师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思想，允许不同的想法存在，同时鼓励学生对多种方法进行

比较，寻求大家都能理解的方法和各自独特的方法，甚至去比较算术解法与方程

解法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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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节“用字母表示数”在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算术知识（如整数、小数的

四则计算），并且初步接触了一些代数知识（如用字母表示运算律）的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用字母表示数、常见的数量关系、面积和周长公式等。本小节安排了3
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练习二十一。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单元主题

图，例1，例2及课堂活动。 第2课时教学例3及练习二十一。

★主题图呈现的是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同时与后面教科书内容有密切的联系。教学

时可以让学生发现其中的数学问题，特

别关注问题中隐藏着一定的数量关

系。这样既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方程的

学习意识，又为以后相关情境的问题解

决奠定基础。

★主题图中左上情境是练习二十

五第2题。

★主题图中右上情境是“用字母表

示数”小节例2。

★主题图中下面的情境是“认识方

程”小节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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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先通过填写

表格的方式让学生回忆前面学习的用

字母表示运算律的相关知识。

通过回忆，一方面让学生知道用字

母表示数在前面的学习内容中已经有

所接触，调动经验来参与本单元的探讨

活动；另一方面让学生通过用文字表示

运算律和用字母表示运算律的对比，理

解用字母表示数的重要意义，就是可以

简明、清楚地表达数量关系。

★例 1选用儿歌为素材，一方面是

因为学生比较熟悉，可以使学生体会所

学知识从确定的数到不确定的数的变

化过程，加深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的认

识；另一方面，儿歌也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学生能主动投入到新知识的

探讨中来。

通过用“x”表示青蛙只数，简明地表

达出计算青蛙腿数的数量关系。这种

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数量关系，与用

具体的几只青蛙来计算腿数的方法比

起来，更具有普遍适用性，学生可以从

中体会用字母表示数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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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在例1的学习基础上，进一步

让学生理解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两数和

（或差）的数量关系的普遍适用性。

（1）让学生理解小强的岁数与小丽

的岁数是有联系的，可以认为小丽的岁

数是随着小强的岁数的变化而变化的。

（2）只要把小强这个变化的岁数用

字母表示出来，就能够表示计算小丽岁

数的数量关系了。这里用字母表示变化

的岁数就是应用了用字母表示数的不确

定性，使学生进一步认识用字母表示的

数量关系。

★例3是在学生有用字母表示数量

关系中的一个数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在

前面对周长、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的

认识，让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用字母表

示公式。

（1）例题选择了正方体体积计算模

型为素材，将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用

字母进行示范性表示。

（2）对a2和a3的意义进行专门讨论，

这样能拓宽讨论内容。在具体的探讨

过程中，教科书告诉学生用字母表示周

长、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的一般方式。通常使用C表示周长，S表示面积，V表示体积，a，b

表示边长或长宽，h表示高，然后让学生凭借自己的经验写出用字母表示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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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试一试”，教科书这样编

排，给学生留下了充分的探索空间，有

利于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

用。注意，这里用什么字母代表什么数

没有强行的规定，只是有大家共同遵守

的一些习惯，不要学得过“死”而妨碍学

生的进一步发展。

★课堂活动通过你说我答和说一

说的方式把例1、例2和例3的教学内容

延伸到课堂活动中，通过合作学习的方

式激发学生在探讨过程中的学习兴趣，

同时也通过同伴的影响，使每个学生都

能获得对知识进一步的理解。这个活

动在教学中一定要落到实处，切不可忽

略其真正的作用。

99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练习二十一第 1，2题通过填空，

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字母和字母式子在

具体情境中表示的意义。

★第3题先让学生根据题意列出含

字母的式子；再根据字母的值计算含字

母式子的值，为今后的代数式的运算积

累经验。

★第4题除了指导学生按题意要求

填出表中的数据外，还要让学生意识到

字母表示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式子的

结果是随字母所表示数值的变化而有

规律地变化的，这个变化规律是由式子

的数量关系决定的。

★第 5题对 2a和 a2进行比较，这两

个式子学生容易混淆。

通过 a=6时，分别计算 2a和 a2结果

的方式，让学生明白这两个式子的不

同。

引导学生算出 2a和 a2两个式子当

a=1，2，3，…时的值，找出a=2时，2a=a2。

★第6题用符号a ，b，c表达数量关系“收入-支出=结余”，为以后方程的学习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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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节“等式”主要呈现等量和等式的意义，建立等量和等式的概念，探索等

式的性质。本小节安排了2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练习二十二。建议用2课时

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二十二第1～3题。第2课时，教

学例2，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二十二第4～6题。

★例1教学等式概念。

（1）注意突出直观的图形与抽象的

数字之间的联系，揭示出三个数量之间

的逻辑关系。

（2）从整体到局部，依次引导学生

说明“总人数”“中巴车上的人数”“大巴

车上的人数”及其关系。

（3）建构等式时，让学生体会到同

一个量的两种表示形式，这在数学上叫

做“同量”或“等量”。只有学生明白了

这个意思后，才能把左右的等量用等号

连接起来。

（4）在“试一试”的分组关系的教学

中，也要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教与学。

★例 2从 4个片段逐步呈现等式的

特性，目的是要学生在活动中体验等量

的变化关系和等式的性质。

（1）引导学生依托天平的平衡，将

等量用“2a”和“b”先构建一个等式“2a=
b”，为下一步探索等式的性质作一个基

础性铺垫。

（2）在上一个平衡天平的基础上，

出现了放100 g使天平倾斜的图，打破了

原来的平衡。同时用“下面怎么放，天

平两边才会保持平衡”引起学生思考怎样才能形成新的平衡。学生通过实验就会发现有两

种形成新等量、保持天平平衡的办法。两边都放上100 g或两边都拿走100 g，都会使天平重

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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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用字母式子“2a+100=b+100”和
“2a+100－100=b+100－100”表示实验的

过程，在此活动的基础上，用一句话表述

获得的经验：当天平平衡时，天平的两边

同时增加或减少同样克数的物体，天平

仍然保持平衡。

（3）借助上一个实验的经验和方法，

进一步讨论天平两边（等量）成倍变化的

情况。按照放上的思路：右边是原来的

2倍，左边也该是原来的 2倍，天平才会

平衡,得出：2a×2=b×2。按照拿走的思

路：左边拿走一半，右边也该拿走一半，

天平才会平衡,得出：4a÷2=2b÷2。仿照

前面的实验总结出：当天平平衡时，天平

两边物体的克数同时乘或除以一个相

同的数（0不作除数），天平仍然保持平

衡。

（4）通过以上活动，引导学生把两个

现象蕴含的数量关系抽象成数学等式，

用数学语言全面总结出本课的数学知识

——等式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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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1题是用两个小孩的

对话，引导学生对同一卡片上的内容从

不同的角度用某一个量作等量，构建出

几个等式。

★第 2题，因“1盒牛奶与 2袋味精

同样重”，要使等量重新构建即“如何使

它平衡？”，会有多种思路。通过这些思

考与交流，让学生深入理解等量和等式

的意义。

★练习二十二第 1题，利用双鹤小

学学生捐书的情境，让学生根据题中的

信息寻找、体会等量和等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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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题从形式上判定是等式的数

学表达式。其判断标准就是：用等号连

接的，表示两个数或式子有相等的关

系。

★第3题看图直观地寻找图中的等

量关系并写等式。有的明显，有的隐

蔽，需要学生能够说出自己是怎样想

的。

★第 4题通过填空，让学生进一步

理解等式的性质。要引导学生说出填

写的原因，依据的是等式的哪一个性

质。

★第 5题计算 n=6时各式的值，既

是对字母表示数的进一步认识，又是让

学生通过计算体验求“代数式的值”，为

以后的代数式学习奠定基础。

★第 6题是对本节知识的综合运

用。对于“西气东输”的一些背景知识

可以由教师提供，也可以布置学生到网

络上查询，让学生对祖国的重大建设项

目有初步的了解。同时，教师要根据学情确定是否对题中的数量关系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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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认识方程”中例1揭示方程的意义；例2是利用藏族文化题材唐卡价

格及其数量关系构建方程，学习方程的概念。课堂活动则要求学生把方程与简

单的生活实例以及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起来叙述表达，并用方程表示简单的数

量关系，加深对方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本小节安排了 2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

和练习二十三。建议用1课时教学。

★例1教学方程概念。

（1）呈现主题图的情境图。图上一

个叔叔挑着担子，营造平衡和等量的意

境。

（2）通过孩子的问话，引起学生的

思考，让学生在现实画面中体会方程的

价值。

（3）根据对话和题目的要求，引导

学生探究其中的信息，寻找等量关系写

等式。在写等式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学

生发现，一些等式含未知数，如：x+15＝
20，一些等式不含未知数，如：20-15＝5。

（4）让学生通过设电扇重 x千克，建

立等式 x+15=20，感悟方程的意义，为例

2学习作铺垫。

★例 2是在藏族文化艺术的衬托

下，让学生学习构建简单的方程。

（1）对话框揭示了等量关系和思

路，女孩以“总价”为等量，说出“6万元”

与“x张唐卡的总价”相等。男孩则提示

了唐卡总价的表示方法：“y张是 1.2y万
元”。

（2）学生已经建立了x+15=20，1.2y=
6这样含有未知数的等式，这些经验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方程的意义。教科书特别告诉学生，

“列方程时，未知数与已知数一样参与列式”。

（3）通过“试一试”提示学生，同一种数量关系下可以列出不同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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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题，让学生对 3张

卡片中的等式进行辨析，加深他们对方

程的了解，进一步认识方程的意义。

★第2题，学生先说出等量关系，再

根据数学关系构建方程。使学生明白，

建立方程的关键是找出数量关系。

★练习二十三第 1题，需要根据方

程的意义来连线，促进学生理解方程的

意义。说明等式与方程的特殊关系，即

方程都是等式，等式不一定是方程。

★第2题要求学生自己写出方程的

同时，说明同一种数量关系，可以列出

不同的方程。

★第 3题要求学生先找出等量关

系，再根据等量关系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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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解方程”中的例1说明方程的解和解方程的意义，并学会利用等式

性质解答一步计算的方程。例2让学生学会思考形如“ax=b”的方程的解答方法，

能选择利用基本数量关系或等式性质求出方程的解。例3是巩固求方程解的基

本方法，会解形如“ax±b=c”的方程。本小节安排了3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练习

二十四。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课堂活动及练习二十四第

1～3题。第2课时，教学例3，练习二十四第4～6题。

★例1教学方程的解和解方程。

（1）通过图示找出等量关系，列出

方程式“x+50=200”。
（2）让学生感知从列方程到解方程

的全过程，认识方程的解和解方程。

（3）让学生认识“解方程”的意义，

理解用等式性质解方程的方法。用等

式性质的方法解方程，有利于与初中数

学学习的衔接。

★例2教学解方程和检验的方法。

（1）让学生选择不同解法解形如

“ax=b”的方程，突出用等式性质解此类

方程的基本方法。

（2）重点让学生检验“解”的正确

性，注意解释“把 x=50代入原方程”的

意义，强调方程检验过程中的书写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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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教学解方程。

解形如“ax±b=c”的方程，同时让学

生感知方程的同解变形（注意教学时不

要出现同解变形的概念）。要引导学生

说出原方程每一次变成同解方程的理

由：

（1）由方程 5y-8=12变为同解方程

5y=20的理由是方程两边同时加8。
（2）由方程 5y=20变为同解方程 y=

4的理由是方程两边同时除以5。
（3）让学生自主根据例 2的检验方

法，检验y=4是原方程的解。

★课堂活动第 1题，通过独立思考

和讨论，让学生在填空的过程中掌握用

等式性质解方程的思路和方法。

★第 2题，要求学生分析篮球与足

球的金额之间到底是什么数量关系，怎

样列方程。通过同学间交流了解同一

个数量关系下可以列出几个不同的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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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十四第1，2题是对方程意

义的理解和方程解法的综合练习。让

学生分析题意、找出等量关系、列出方

程并解方程。

★第3题要特别注意解方程的书写

格式的要求，要养成解方程后检验的习

惯。

★第 4题关注题意与未知数的使

用，学生从对话中找出等量关系；根据

等量关系列出方程并解方程。

★第5题先找出一种等量关系求出

单价，再找出其他的等量关系来列出方

程。

★第6题是对ax±b＝c题型的进一

步巩固练习，在学生用两种不同方式解

答时，倡导学生用等式的性质来求方程

的解，并养成检验的习惯。

109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第5节“问题解决”的例1解决一步计算的简单的方程应用问题；例2解决

两步计算的简单的方程应用问题；例 3解决具有典型思路的方程应用问题；例 4
解决两个量可用第三个量表示或两个相同未知条件的应用问题。本小节安排了

4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练习二十五，建议用3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练
习二十五第1题。第2课时，教学例2、例3及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五第2，4，7题。

第3课时，教学例4及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五第3，5，6，8，9题。

★例 1为了显示生活与数学的联

系，体现问题解决的现实性，通过加油情

境中，工作人员与司机的对话，利用事件

发展的先后顺序呈现数量关系，将未知

量蕴含其中，使学生感到问题解决的必

要性。

（1）要突出建立等量关系：原来的油

量+新加的油量=总油量，从而列出方程

x+28=45。
（2）通过“议一议”，让学生明确用方

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设未知数并建立

等量关系。

★例 2呈现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

从中感悟数学与现实的联系。教科书通

过遮挡方式将“木本花卉”的盆数隐去，

营造问题情境。通过展板、参观者的对

话呈现条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1）引导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中蕴含的等量关系（即女孩对话框

的提示“草本花卉的盆数=木本花卉的

盆数×20-40”），这是列方程的关键。

（2）设未知数、列方程和解方程可让

学生自主进行。

（3）“试一试”。要让学生开动脑筋，

找出其他的等量关系列出其他方程，倡

导开放的解题思路。

（4）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让学生尝试用算术方法解答，从而充分体现方程解决这类问

题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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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以青藏铁路通车这一重大事

件为背景，运用“相遇问题”的基本数量

关系为范例，采用列方程来解决一些常

见的典型问题。一些带有明显数学规律

的问题，如：“追及问题”“和差问题”“行

程问题”“工作量问题”等可以在方程思

想的指导下解决问题。

教科书以文本的形式，将必要的信

息呈现出来，意在引导学生通过读题获

取信息、分析问题。

（1）以总路程为等量，教科书提供了

常见的思路：快车 12时行驶的路程+慢
车 12时行驶的路程=总路程。在“试一

试”中，学生还可以提出：（快车速度+慢
车速度）×时间=总路程等多种等量关系

来列方程。

（2）解方程的过程由学生自主完成，

要求学生说出每步方程变形的理由，进

一步促进学生对解方程的理解，同时让

学生养成检验的习惯。

（3）以3个例题的学习为基础，总结

提炼出下面的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基本思

路，从而固化结构模式。

提出问题

（设未知数）

分析问题

（建立等量关系）

解决问题

（列方程解方程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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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安排了1个题目。

（1）题目要体现用方程解问题的一

般思路：提出问题（设未知数）——分析

问题（建立等量关系）——解决问题（列

方程解方程并检验）。

（2）学生先从题目和图中信息，找

到相关的已知条件及其等量关系。再

与同学进行交流，通过“议一议”，发现

不同的等量关系。

（3）根据某一等量关系列方程，解

决问题。学生列出的方程可能有所不

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要

鼓励学生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

★例 4，让学生从信息中，提炼出

“两人购邮票的钱数相差多少”的数量

关系，然后运用大小比较得出“8张邮票

的钱数比 5张邮票的钱数多 6元”的数

量关系，以相差数6元为等量，建立等量

关系。

（1）在处理“8x-5x”时，可以用乘法

的意义“8个 x里去掉 5个 x，还有 3个 x”

来解释，也可以利用乘法分配律来解

释。

（2）学生还可以小刚的钱数作等量来思考，列出方程：8x=5x+6。或者以小明的钱数作等

量来思考，列出方程：5x=8x-6。

★课堂活动是两个相同未知条件的问题，通常设其中1倍量为 x，另一个未知数也可以

用含有 x的式子表示出来。活动时要让学生借用例4的解决问题思路和已有解决问题的经

验分析信息，寻找等量关系：

（1）突出关键数量“牡丹的株数是郁金香的3倍”和“一共有240株”，再确立等量关系。

（2）突出关键数量“牡丹的株数是郁金香的3倍”和“牡丹比郁金香多120株”，再确立等

量关系。

此类问题对学生有一定难度，教学时要让学生首先弄清两个未知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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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十五涉及应用问题比较多，

教学时教师要注意对于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多给予提示和引导。

★第 1题是一步计算的问题,其数

量关系简单，重点是帮助学生用方程的

思想来解决，形成基本的用方程解决问

题的思路和习惯。

★第2题是常见的两步计算的数量

关系问题。关键数量是“甲队铺的比乙

队的2倍多5平方米”。以甲队铺的285
平方米为等量建立等量关系。

★第 3 题是常见的典型应用问

题。关键数量及等量关系是第1套方案

和第2套方案运的砖数量是相同的。

★第4题是常见的两步计算的数量

关系问题。关键数量是“买地砖比买水

泥多花了280元”。学生可以多向思考，

建立等量关系，如以买40块地砖的钱数

或以买水泥的钱数为依据建立等量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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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题是常见的两步计算的数量关系问题。学生可以选择需补的钱数20元建立等量

关系，或以买40个卷笔刀的钱数为等量，或以100元为等量建立等量关系，这样所列方程有

3种：40x－100＝20，或40x＝100＋20，或40x－20＝100。

★第6题是现实的问题。虽然问题

情境看似复杂，但数量关系较为简单。

★第 7题是常见的典型应用问题

——追及问题。学生可以借鉴例3的方

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第 8题是两个量可用第 3个量表

示的应用问题。学生可以借鉴例4的方

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第 9题是常见的典型应用问题

——相遇问题。学生可以借鉴例3的方

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思考题是“鸡兔同笼”问题。供

学有余力的学生使用，让他们在探究中

找到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开阔眼

界，开放思路。

参考解答：

解：设加工课桌的人 x名，做方凳的

则有（70-x）名。

因为1张课桌配2张方凳，列方程

2×10x＝15（70- x）

20 x＝1050-15 x

35 x＝1050（方程两边同时加15x）
x＝30（方程两边同时除以35）
70-30＝40（人）

答：做课桌的有30人，做方凳的有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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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整理与复习”主要引导学生系统回顾所学内容，形成比较完整的认

知结构。本节建议用 2课时教学：第 1课时，教学第 1～4题，练习二十六第 1～5
题。第2课时，教学第5题，练习二十六第6～7题。

★第1题：（1）对字母和含字母的式

子表示数、等式和方程的意义以及相关

的名词术语，做一个梳理，对一些关键词

语和易混易错的词语，进行综合辨析。

（2）对字母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的一

般方法、解方程的步骤和方法、用方程

解决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清晰的线条，

便于认识和记忆。

（3）教师要帮助学生整理和板书，

让学生记住本单元必要的内容，逐步形

成能自己建立知识结构的能力。

★第2题：（1）除了教科书的提示以

外，要比较全面地把用含有字母的式子

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等的基本形式和内

容，通过习题的形式重现一遍。

（2）字母和含字母的式子表示定

律、公式等常用内容可以采用填空、判

断等形式进行。计算字母式子表示的

值可采用表格的形式练习。

★第3题让学生主动回忆建立方程

的基本思路和步骤，然后通过同伴交

流，突出建构方程的着力点是找准等量

关系。在交流中要让学生意识到，依照

不同的等量关系可以列出不同的方程；

列方程的关键是建立等量关系。

★第4题帮助学生回忆解方程的步骤和方法。在学生说思路的过程中，一种思路的依

据是四则运算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等式的性质。教师讲解时要把两种都说清楚，学

生练习时，不强求使用哪一种思路。教学时注意提示学生注意解方程的书写、检验、“解”和

等号位置等规范性问题，树立数学的规范意识。

★第5题要结合用方程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引导学生从实际背景中寻找等量关系，

列方程解问题。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同一问题可以建立多个等量关系，列出

不同的方程。要求学生掌握比较完整的解决问题的步骤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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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十六是针对本单元复习的

综合性练习。着重独立练习，帮助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第1～3题复习字母表示数、数量

关系和求字母表达式的数值。

★第 4题可先让学生独立写出方

程，再与同桌交流列方程的依据——等

量关系，从而强化建立等量关系的过

程。

★第5题要强调书写规范。让学生

说出解方程的过程及理由，养成言必有

据的学习习惯与检验的习惯。

★第 6题解决简单问题，重点复习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引导学生回顾

如何设未知数和建立等量关系，学生独

立完成，再进行交流，说出问题解决的

思路。

可以根据学生情况增减和重组练

习，要考查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和解决问

题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补救，特别是

解方程的书写格式和列方程解决问题

的过程呈现，通常口头表达容易，书面

表达就容易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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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题解决常见的典型应用问

题。回顾已经学过的常见数量关系，找

出要解决的问题和题目中的已知条件，

建立等量关系。学生要形成一定的解

决问题的策略。

★思考题供学有余力的学生使

用。本题是解决常见的典型应用问题，

这里涉及相遇问题和追及问题。教师

不要让学生仅仅套用典型应用题的关

系式，而是让学生从问题情境中找寻等

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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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古老的方程”，方程思想为现代数学奠定了基础。让学生对古老

的方程进行了解，在学习数学文化的同时，增进学生对数学的热情，使其对数学

产生认同，提高兴趣。

★许多自然科学家

如毕达哥拉斯、阿基米

德、塔塔利亚、卡尔丹、

牛顿、高斯、欧拉和爱因

斯坦等都对其有重大贡

献。关于这些方程资料

和趣事，可以让学生到

网络上搜索或到图书馆

去查阅。

★这里呈现的只是

古代方程中的一个片

段。通过此话题引导学

生去查资料，进一步了

解方程的趣话，感受数

学文化的深沉与厚重。

★链接活动是为学

生拓展知识，提供学习

线索的资源平台。教师

要对学生查阅《九章算

术》有关方程的内容进

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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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古老的方程

1. 方程的名称和由来
公元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创立“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当时拉丁语称它为

“aequatio”,英文为“equation”。
公元17世纪前后,欧洲代数首次传进中国,当时译“equation”为“相等式”。
公元19世纪中叶,我国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数学家伟烈亚力将英国数学家

德·摩尔根的《代数初步》译出。他们借用或创设了近400个数学的汉译名词，其
中,“equation”的译名就是借用了我国古代《九章算术》中的“方程”一词，意为“含
有未知数的等式”。

2. 丢番图的墓志铭方程
丢番图，古希腊大数学家，他对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人们不太了解丢番图的生活经历。《希腊诗文集》里有一首由麦特罗尔

写的《丢番图墓志铭》，描写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过路的人/这里埋葬着丢番图/请计算下列数目/便可知他一生经过了多少

寒暑/他一生的六分之一是幸福的童年/十二分之一是无忧无虑的少年/再过去一

生的七分之一/他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五年后儿子出生/不料儿子竟先其父四年而

终/只活到父亲岁数的一半/晚年丧子老人真可怜/悲痛之中度过了风烛残年/请你

算一算/丢番图活到多大/才和死神见面……”

人们用方程很快解出了答案。

设丢番图的年龄为 x岁，那么童年为 16 x，少年 112 x，过去 17 x年成家，他儿子

活了 12 x，于是根据墓志铭列出方程为：

x6 + x12 + x7 +5+ x2 +4=x。
求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解得x=84。
经过再次代入计算得知，他33岁结婚，38岁有了儿子，80岁时儿子死去。
3. 巴比伦泥土板上的方程
古巴比伦就是现代的伊拉克及其附近的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国家。19世纪考

古学家发现了古巴比伦王国的遗址，在挖掘中得到大约 50万块写有文字的泥
板。其中近400块写有数学内容。经科学家鉴定，这些泥板上刻有一些二次方程
的解法。其中一道题为：

“如果一个正方形的面积减去其边长后为870，问边长是多少？”

泥板上的解法是：取 1 的一半，得 12 ；用 12 乘 12 ，得 14 ；把它加在 870上，得

34814 ，它是 592 的平方，再加上 12 ，最后得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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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正方形的边长为x，那么正方形的面积为x2，由题意得出方程：
x2－x = 870。
它符合现代二次方程的标准式，巴比伦人的解法正好符合后来的韦达定理

求根法。
4. 古印度战争方程
古印度也是一个数学很发达的地方，12世纪的拜斯迪罗·阿卡利亚等许多的

优秀数学家就诞生在这里。阿卡利亚的《天文学之冠》《利拉瓦吉》和《求根》等书
中有许多用方程解答的趣味数学问题。其中有一道著名的讲述战争的方程题：

“在一次会战中，波里赫勇猛的儿子阿尔宗携带若干箭去射杀卡尔诺。其

中，半数的箭用于自卫，总数平方根的4倍用于射马，6支用于射车夫沙尔亚，3支

用于射破卡尔诺的华盖，毁坏了他的弓和旗子，只有最后一枝箭射穿了卡尔诺的

头颅。求阿尔宗一共带了多少支箭。”

设阿尔宗一共带了 x支箭，那么就有 12 x用于自卫，4 x支箭用于射马，依题

意得：
x2 + 4 x + 6 + 3+ 1=x，
这是无理方程，可以设 x为y，原式整理为
12 y2＋4y＋10=y2，

解得y1=10，y2=-2（不符合要求）。把y1 = 10代入方程计算得
x=y2=100
即阿尔宗一共带了100支箭。
5. 中国古代的小偷与方程
古代中国是一个数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中国最早的“方程”一词出自秦汉时

期的《九章算术》，后来的《张丘建算经》和《数书九章》等都对方程有特殊的叙述
和解答。

特别有趣的是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数书九章》的关于小偷的题目，大意是说：
“3个小偷从 3个箩筐中各偷走一些米。3个箩筐的米原来同样重，事后发

现，第1箩余米1合，第2箩余米1升4合，第3箩余米1合。三小偷供认，甲用木勺

从第 1箩里每次都舀满勺装入口袋；乙用木盒从第 2箩里每次都舀满盒装入口

袋；丙用大碗从第3箩里每次都舀满碗装入口袋。经测算，木勺容量是1升9合，

木盒容量是1升7合，大碗容量为1升2合。问：每个小偷各偷得米多少？”

本题单用算术方法解很难，但用方程就相对简单一些。
设木勺舀米 x次，木盒舀米y次，大碗舀米 z次。根据题意可以得到方程
19x＋1=17y＋14=12z＋1，
解得x=168，y=187，z=266，
那么19x=3192，17y=3179，12z=3192。
于是，甲偷米3石1斗9升2合，乙偷米3石1斗7升9合，丙偷米3石1斗9升2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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